
2015年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
“通过有针对性的监管促进发展和普及移动应用 

和服务的最佳做法导则”

确保所有公民均可享受到卫生、教育、农业和电子政务以及在线金融
和商业服务等移动应用和服务带来的巨大数字机遇，这一点已成为当
前数字经济的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些优秀的监管实践将有助于鼓励
采用安全、可靠的方式引入并推广这些应用和服务，惠及所有人。

由： 
加蓬电子通信和邮政管理局（ARCEP）监管委员会主席 
Lin Mombo先生协调

根据：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BDT）主任布哈伊马∙萨努先生的 
倡议而举办

让我们在通过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成为促进移
动应用和服务广泛使用的选择。移动宽带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支
柱，因此是各国各行业增长和竞争的核心所在。我相信，一个统一的
监管框架  —  一个并不苛刻，有灵活性并保护用户安全的框架  —  可
使我们应对改善各国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社会福祉的挑战。



2015年监管机构专题 
研讨会“通过有针对性的监
管促进发展和普及移动应用
和服务的最佳做法导则”



获取并使用移动ICT业务带来
了数不胜数的社会机遇并有
助于刺激各国的经济增长，
由此惠及所有人的日常生
活。掌握了如此强有力的技
术和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
我们需要对ICT领域和市场
的持续动态变革做出响应，
打造新的监管范例并解决与
基础设施、频谱和隐私有关
的各种问题。这种“第四代
监管”将建设一个更为有利
的ICT使用环境，同时确保
法律确定性和技术可靠性，
由此提升最终用户的信任并
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利用
健康、教育、公共管理、农
业、商业、金融以及可为人

类服务的领域所带来的机
遇，协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
发展。

我们，出席2015年全球监
管机构专题研讨会的监管机
构，认识到基于宽松监管方
式的第四代监管能促进健康
（积极和可持续的）竞争、
创新、消费者保护和赋权，
可有助于对ICT市场的动态
变革做出响应，实现各项社
会和经济目标。因此，我们
确定并通过了这些最佳监管
做法导则，以推动移动服务
（m-service）和应用的发展
和广泛使用，促进数字金融
包容性。

对不断变化的ICT 
行业进行监管需要 
技能、深谋远虑和
创新。制定并采用
最佳做法是快速跟

踪我们的工作， 
适应变化并迎接新 
技术，促进发展和 
业务的最佳方法。



I 

刺激需求

认识到移动服务和应用在提
高公共服务的透明度、问责
和效率方面的潜力，各国政
府可从利益攸关方拥有的知
识和经验中获益，制定全面
战略，允许用户使用移动服
务和应用。各国政府也应
开展创新，成为该领域的主
要用户。连通公共管理机构
和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
构的举措可催生众多市场机
遇，刺激移动服务和应用的
供需。

我们认识到监管机构可在
支持和鼓励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促进移动服务和应用的
发展，提高对它们可如何提
高经济生产率的认识方面发
挥作用。针对弱势或未连通
群体的社交应用尤其可提高
所有经济领域的生活质量。
与其他行业的政府机构开展
合作也会带来双赢机遇，尤
其是促进教育、数字技能、
卫生相关项目中的金融包容
和一体化等机遇。

我们进一步强调促进开放和
分发适当数字内容（包括多
语文内容和本地语文内容）
的重要性。

II
促进移动服务和应
用的提供、获取和

使用

新一代的网络是ICT行业开展
创新的基石和移动服务与应用
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我们认
为，各国和区域层面促进基础
设施部署和开放获取的统一规
则可大大有助于刺激移动服务
和应用的发展。国际、区域、
各国和本地层面所有政府当局
之间开展合作是迅速、顺利、
高效实施的关键。

决策机构和监管机构必须重视
设计灵活、以激励为基础、以
市场为导向的频谱划分与移动
宽带业务指配的政策和监管框
架，为移动服务和应用在市场

中的发展壮大赢得信任并提供
必要的条件。

需要通过到位的监管措施维持
新市场和移动设备行业的发
展，发展中国家尤应如此。

重新审视并在必要时复审各国
政府现行的政策，确保它们在
新的环境下仍然有效且适当并
保障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数据
的隐私与安全可能是必要的，
同时也需要开放且协作的监管
框架来促进移动商务、移动银
行和移动钱包、移动卫生等交
叉业务的发展。



我们认识到，为竞争、互联和
互操作创建一个融合的参考框
架可有效改善各基础设施和服
务提供商与应用和内容提供商
之间以及基础设施与服务提供
商自身间的关系。

认识到业务提供商之间共享网
络要素可避免重复支出，这一
点在商业上具有吸引力并可为
提供更多的移动服务创造机
会，监管机构可考虑在所有的
网络和价值链条层推动网络共
享的做法，同时保持网络运营
商之间的良性竞争。 

我们相信，应在边远和农村地
区采取创新并可立即实施的措
施，刺激移动服务的发展并开
发与本地相关的应用。在其他
措施中，可定义普遍服务战略
并采用适当的机制创建ICT孵

化器或为本地开发者及本地相
关应用提供资金。 

我们呼吁采取各种监管措施、
私营举措和合作伙伴关系，降
低移动服务和应用的成本，确
保平等且普遍的接入。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获取数字
技能对于移动服务和应用的普
及和使用至关重要，且需制定
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包容性培
训计划。 

我们重申，2013年全球监管机
构专题研讨会关于数字环境下
监管和监管机构所发挥不断演
变作用的最佳做法导则；以及
2014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
会有关数字世界消费者保护的
最佳做法导则仍然相关有用。

III
保护消费者和

供应商

我们认识到通过跨行业的监
管框架，以满足移动服务和
应用特定要求的重要性，这
些框架规定了消费者保护、
选择自由以及正当行使消费
者权利。 

我们认识到通过各种措施和
举措（包括提供界面友好且
最新的业务套餐和资费比较
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培训并

为其赋权；告知消费者法律
条款及申述/赔偿程序以及培
育网络安全文化的重要性。
此外，不应将消费者与某一
个特定的移动服务或应用提
供商绑定，并应为其保留选
择并在不同运营商之间切换
的能力。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监管机
构应鼓励通过旨在提高移动



IV
各ICT利益 

攸关方的职责

监管机构和决策机构应与各
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非政
府组织合作，将ICT、尤其
是移动服务和应用作为其
国家社会经济战略中的重中
之重，制定全面的政策和规
章，允许移动服务和应用经
济与其他行业之间形成协同
效应并相互借鉴。这种政策
和规章应侧重于增加消费者
的社会福利，同时促进政府
机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
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ICT监管机构应通过有针对性
的监管措施，推动宽带网络
和业务的发展，使消费者可
以获取便宜且广泛的移动服
务和应用，保证市场参与方
之间开展健康的竞争，同时
促进创新，确保数字环境下
的消费者保护。

移动服务和应用提供商应努
力对所提供服务和应用的范
围与内容进行创新和多样
化，使大多数人可以承受并
获取这些服务和应用。

消费者协会也可在定义与其
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的框
架、进行独立研究以及参与
宣传活动方面发挥作用，以
协助制定数字经济有根有据
的政策和战略。 

鉴于在线服务和应用的全球
属性，对不同国家的相关监
管政策进行统一并改进各国
政府机构、区域和国际组织
之间的协作，这对于创建一
个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并设置
有效应对欺诈和滥用行为的
防护措施而言不可或缺。

服务和应用安全性、创建可
靠的数字身份、采用用户识
别和注册保护消费者、保护
消费者个人数据、保护未成
年人和弱势群体、特别提高
在线通信和交易透明度的措
施。因此，利益攸关多方协
作对于确保保护消费者和供

应商的权利和最佳利益而言
至关重要。 

此外，我们建议通过一项隐
私政策，其中包含向用户发
出警告并可使其控制并非与
应用的基本功能有关的、或
涉及敏感信息的数据事宜。   





www.itu.int/GSR15


